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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婚启事看我国城镇大龄未婚男女

择偶标准的差异

张 萍

1 9 8 2年全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表明
,

在我国城镇 30 一49 岁人口中
,

尚有 1 2 3
.

6万人没有结过

婚
。

① 1 9 8 7年的 l %人 口抽样调查则告诉我们
,

城镇 30 一 49 岁的未婚人 口又有所增加
,

已达

26 9
.

5万人
。

那么
,

是什么因素作祟
,

使这么大一批人迟迟解决不了
“
婚姻

” 这件终身 大 事

呢 ? 我认为
,

基于地区经济水平差的农村女性的婚姻流动
,

是造成农村大最男性择偶难的 泛

要原因
,

而基于文化水平和职业不同的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异
,

则是我国城镇
“ 大男大女 ” 队伍

形成的主要原因
。

为了了解城镇大龄未婚者的择偶趋 向
,

我对 1 9 8 4年 5月至 19 86年 1 2月在 《 ,

补

国妇女》杂志上刊登征婚启事的 29 6名 3 0一 4 9岁没有婚史身体健康的城镇征婚者的自身状况反

其择偶要求做了统计与分析
,

下面依据这一分析并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

从五个方而论述 80 年

代城镇大龄未婚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异及其对婚配的影响
。

一
、

容貌与身材

异性之间首先要互相吸引才会产生爱慕之情
,

因此
,

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
,

一个人

的外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其婚配的难易
, “

窈窕淑女
,

君子好述
” ; 同样

,

英俊魁梧的男

子也不乏女性追求者
。

很多男性在选择配偶时首先看重的便是对方的容貌
。

如表 1 所示
,

城镇 30 一 49 岁的男性

征婚者中有 4 7
.

2%的人对未来配偶的容貌提出了具体要求
,

占 n 项要求的第一位
。

而且
,

愈是

自身条件好的男性
,

相应对女性容貌提出要求的也愈多
,

条件也愈高
。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

男子 由于 自己文化水平高
,

从事的职业的社会声望较高
,

在择偶时处于优势
,

希望未来配偶

容貌好的达 6 1
.

4%
,

比中专及高中以下文化男子持同一要求的比例高约 20 %
,

并 且 大 都 使

用了
“
俊秀 ”

、 “
美丽

” 、 “
白净

” 、 “ 品貌均佳
” 这样的词来表达 自己的要求

,

有的人为

求漂亮佳偶
,

把求偶的目光专门对准了演员
。

对于这些高学历的男性来说
, “ 占l

:

貌双全 ” 的

配偶当然最为理想
,

但是在品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
,

一些人甚至宁肯选择后者
。

与这些高学历的男性相 比
,

中专及高中以下文化的男性对女性的要求首先 是健康
,

其 i火

才是容貌
。

而且
,

对女性各貌四妥水也次们人专以上文化的男性那样高
,

尤其职业是工人的

男性
,

其要求多为
“ 五官端正

” ,

即没有缺陷就行
。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爱慕漂亮的女性
,

而

是限于 自身的职业
、

学历等条件
,

择偶比较困难
,

所以不得不降格以求
。

不过
,

那些学历虫

不高但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男性
,

其择偶倾向与大专以
_

L文化的男性一样
,

也是要求女性容貌秀丽
、

漂亮
,

甚至有无城市户 口
、

有无职业均可
。

女性十分明白男性的这种追求外貌的倾向
。

我们发现
,

无论是高学历还是一 般 文 化 的

征婚女性
,

无论是 白己写的还是他人代写的征婚启事
,

大都对征婚人自身的外貌做了动人的

① 根据 19 82 年人口普查 i 写抽样数据推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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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城镇 30 一 49 岁男性征婚者对未来配偶个人案质的要求

① 含
“

容貌端正
” 。

② 含
`

作风正派
” 。

资料来源
:

19 8 4年5月至19 86 年12 月 《中国妇女》 杂志
。

描述
,

如
“
外貌美丽端庄

” 、 “
清秀

” 、 “
皮肤白净

” 、 “ 眼睛炯炯有神
” 、 “

修长健美
” 、

“
体态丰满匀称

” 、 “
苗条轻盈

” 、 “
气质高雅潇洒

”
等等

。

即使对于年龄较大的女性
,

也

不惜用
“
举止娴雅

” 之类的辞藻
。

同时
,

女性在择偶时对男性的外貌也有一定要求
,

如表 2所示
,

3 0
.

7%的女性征婚者要

求未来配偶相貌端正
,

但是这并不是占首位的要求
,

在所有的 12 项要求中仅居第 四 位
。

而

且
,

大多数女性对男性相貌的要求只是
“ 五官端正

” ,

自己看着
“
顺眼

” ,

没有更多苛求
。

尤其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
,

更将男性的外貌置于次位
,

仅有 16
.

9%的人对此提出了要

求
,

而中专及 高中以下文化的女性的这一比例则 占4 5
.

5%
。

表之 我国城镇 30 一 49 岁女性征婚者对未来配偶个人素质的要求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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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同表 o1

然而
,

这并不意味着高学历的女性不喜欢
“
才貌双全

”
的男子

,

实际上
,

无论是高学历

的女性
,

还是一般文化的女性
,

都把
“
英俊而多才

”
的男子视为理想的配偶

,

只是在
“
才貌

”

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不得不舍貌取才
。

,

因为她们更重视的是男性的气质和才华
。

但是
,

女性对

男性的身材却很重视
。

在城镇大龄未婚征婚者中
,

对未来配偶身材提出要求的男性占51
.

6 %
,

女性占 63
.

4%
,

比男性的比例高 n
。

8%
。

其中
,

具有中等以下文化的女性提出这一要求的人

最多
,

占6 8
.

生%
,

比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同一比例高 9 % (参见表 3 )
。

从女性对男性身

高的具体要求来看
,

要求男方身高在 1
.

70 一 1
.

74 米的人数最多
,

占 40
.

1%
,

另外还有 10
.

2%

的人要求男方身高 1
.

75 米以上
,

1 3
.

1%的人要求男方身高至少不低于 1
.

65 一 1
.

69 米
。



表名 我国城镇3 0一书岁征婚者对未来配偶身材的票求 单位
:
%

人人人 数数 1 5 0 ~1 5444 1 5 5 ~1 5 999工6 0 ~1 6 444
111

1 7 0 ~1 7 444 :7 5一

……
一一

(((((人 ))) 匣米米米米 1 6 5 ~1 6 9999999
’

不 详详

男男男 大专以上文化化 4444 4
.

弓弓 9
.

111 4 0
.

9994
.

弓弓弓弓 4 0
.

999

中中中专或高中以下文化化 11弓弓 4
.

333 工1
.

333 2 3
.

555 9
.

6666666 5 1
.

333

合合合 计计 15 9994
.

444 1 0
.

777 2 8
。

333 8
。

2222222 4 8
。

444

女女女 大专以上文化化 7 11111

二二二
1 2

.

777 3 8
.

000 8
。

555 4 0
.

888

中中中专或高中以下文化化 6 666666666 1 3
.

666 4 2
.

444 1 2
。

111 3 1
。

888

合合合 计计 1努努努努努 1 3
.

111 4 0
.

111 1 0
.

222 3 6
.

555

资料来源
: 同表 1o

而从女性自身的情况看
,

身高在 1
.

就一 1
.

5 4米的占6
。

c %
,

一

身 高在 1
.

55 一 1
.

5 9米 的 占

1 5
.

3%
,

身高在 1
.

6。一 1
.

64 米的 3 4
.

3%
,

身高在 1
.

65 一 1
.

69 米的占3 1
.

4 %
,

身 高 在 1
.

70 一

1
.

7 4米的占8
.

8% (见表 4 )
。

可见
,

希望未来配偶比 自己高 5 一 14 厘米
,

是女性的普遍要求
。

但是
,

尽管女性征婚者中有 6
·

“%的人
袒在 1药p且

: “ 4米 , 然而却没有一人希望男方的身

高可在 .1 6 4米以下
, 1

.

6 5米 已是女性征婚者对男方身高灯最裘笼肇求
。

表 4 我国城镇 30 一 4 5岁征婚者 自身身材状况 单位犯%

一

详一一
不一222一2刁3笋{鸳

4
`

}
工, 5一。

!
1 6̀

一…
工65

一…
17。

一 」7弓~
人

人̀

2 2
。

7

3 3
.

9

3 0
,

8

3 1
.

8

3 8
。

3

3 6
.

弓

3 4
,

二

1 3
.

9

19
。

5

8
户
08

…
了
On,8441559

J
土,山

大专以上文化

中专及高中以下文化

合 计

曰óJ土ǎ6

…
98众à牡

ǐ

66137大专以上文化
_

中专及高中以下文化

合 计

35
.

2

3 3
.

3

3 4
.

3

3弓
.

2

柳
.

3

3 1
。

4

资料来源
:
同表 1

。

从男性征婚者自身的情况看
,

却有 4 1
.

5% 的人身高在 1
.

69 米以下
,

其中身高在 1
.

55 一

1
.

6 4米的占10
.

7%
,

尤其中等以下文化的男性
,

身高在 1
.

69 米以下的占 4 5
.

2%
,

比高学历男

性的同一比例高 13
.

4%
。

可见
,

身材较低
,

恐怕是这些男性寻偶困难的致关重要的原因
,

有的

男性因个矮而找不到对象
,

不得不降低择偶标准
。

同时
,

一味苛求男性的身高
, “

差一厘米

也不行” 的女性
,

也容易因此而错过择偶良机
,

到头来追悔莫及
。

男性征婚者中对未来配偶身高提出要求的比例虽然比女性低一些
,

但是也占 5 1
.

6%
,

自

身条件较好的高学历男性的这一比例高一些
,

约占60
.

0%
。

不过
,

从高学历男性的具体要求

来看
,

倒并不一定喜欢身材较高的女性
,

而是要求女方与自己身高相配
。

例如
,

男性虽然有

34
。

1% 的人身高在 1
.

7 6米以上
,

但是只有 4
.

5% 的人要求女性身高在 1
.

65 一 1
.

69 米
,

没 有 一

人希望女方在 1
.

70 以上
。

同时
,

认为女方身高可以在 1
.

59 米以下的人也不多
,

仅占13
.

6%
。 -

尽管有 31
.

8%的男性自身身高在 1
.

6 9米以下
,

而希望未来配偶身高在 1
.

60 一 1
.

64 米的人数最

多
,

占4 0
.

9%
。

可见这些男性多是以自我为衡量女方身高的尺度或参照系
。

具有中专及高中以下学历的男性对女性身高的要求基本上与高学历男性一样
,

也是希望

女性身高在1
.

60 一 1
,

64 米的比例最高
, 一

为 2 3
.

5%
。

要求女方身高在 1
.

64 一 1
.

69 米 的比 例 为

9
。

6%
,

高于高学历男性的同一比例
,

不过没有一人希望女性身高在 1
.

70 米以 七
。

与高 学 历



的男性征婚者相比
,

中等以下学厉的男性征婚者中个矮的人较多
,

可是也只有 1 5
.

6%的人认

为未来配偶的身高可以在 1
.

59 米 以下 (参见表 3
、

表 4 )
。

自己个子虽矮
,

但是却不愿意未来配偶的个子也过于矮小
,

这也许可叫做企望 以她人之

长补己之短
,

使后代不再有身材矮小的缺憾的心理反映吧
。

另一方面
,

一些个子较高的男性倒

井不愿意未来配偶的个子过于高大
,

一位身高 1招 5米的男性
,

也只要求女方的身高在 1
.

63 米

左右
。

大概他们追求的是从众
,

而不喜欢
“
鹤立鸡群”

一

。
·

相对而言
,

身高在 1
.

7 0米以上的高个女性
,

寻偶时会遇到一定的困准
。

因为男高女低的

身材比例已成为社会婚配通习
,

她们只能在比自己高的男性中选择配偶
,

可是个子高大的男

性本来就不多
,

加上他们之中又有许多人更喜欢适中或娇小玲珑的女子
,

所以
,

仅从身材来

看
,

高个女性的选择范围就 比个子适申的女性小得多
。

同时
,

身高在 1
.

69 米以下的男子在婚

配过程中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

二
、

健康与年龄

除了容貌和身材 以外
,

健康与否也是人们择偶时相当重视的一个条件
。

从城镇男性征婚

者对女方的要求来看
,

比例最高的首先是容貌
,

其次便是健康
。

其中具有中等以下文化的男

性有 4 6
.

1%的人要求女方身体健康
,

比要求容貌
、

漂亮的人还多 (参见表 1 )
。

女性对未来配偶健康的关注没有男性那样强烈
,

但是也有 3 7
.

2%的人对此提出了要求
,

居所有要求的第三位
。

中等以下学历的女性比高学历的女性更重视这一点
,

要求男方身体健

康的占48
.

5%
,

与要求有事业心的比例并列第一位
。

高学厉女性的同一比例为 26
.

8%
,

占所

有要求的第三位 趁参见表 2
一

)
’

。
’

征婚者不仅要求对方身体健康
,

同时也明白对方对自己健康状况的重视
,

绝大多数征婚

者都在征婚启事上说明了 自己的健康情况
,

有的人还特意表明自己
“
无生理缺陷

” 。

人们希望未来配偶身体健康
, :是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

, 因为这是维持正常美满 的家庭生

活的重要因素
。

同时
,

人们对这一条件的重视
,

也必然使身体不建康者尤其残疾人的择偶变

得困难
。

1 9 8 4年 5 月至 1 9弱年 12 月在 《中国妇女 》 杂志上刊登征婚启事的城镇 30 一妇岁未婚

男性共 1 86 人
,

其中说明 自己身体有残疾者就有 2 7人
,

占 1:
.

。%
。

这 2 7人中既有一足稍 波 的

轻度残疾
,

也有双目失明或下肢瘫痪的严重残疾
,
他们对未来配偶的要求比健康 男 性 低 得

多
,

约有 I / 2 后年人认为女方有无婚史均可
, 2 / 3 的人认为女方有无职业均可

,

1 / 3 的 人

提出农村女性也可以
,

没有一人要求女方容貌漂亮
。

年龄
,

也是人们在择偶时所注重的一个条件
。

在城镇 3 。一 4 9岁征婚者中
, 8 0

.

5%的男性

和 8 8
.

3%的女性对于未来配偶的年龄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要求 (参见表 5 )
,

由此可见年龄对

于活配的重要
。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

除个别农村地区有女大男小的婚俗以外
,

一般都遵循男大女小的婚

姻习惯择偶
。

城镇征婚者对未来配偶的年龄要求也反映了这种
“ 男大女小

”
的婚配模式

。

男

性中有 51 %的人叽确要求女方的年龄要比自己低 1 岁以上
, 1 1

.

9%的人要求女方与自己同岁

或比自己小
, 7

.

5%的人希望女方与自己年龄相仿
,

只有 4
.

4%的人认为女方可以比自己大
,

另外还有 5
.

7 %的人认为女方比自己略大一些或比 自已稍小一些均可
。

文化程度不同
,

对未来配偶年龄的要求也不一样
,

大专以上文化的男性有 8 6
.

2% 的人对

女方年龄提出了要求
,

其中 7 2
.

6%的人要求女方小于自己
,

起码比自己小 1 岁
, 6

.

8% 的人



希望女方与自己同岁或比自 己小
,

认为女方可以比自己稍大一些或稍小一 些 均 可 的也 占

6
.

8 %
。

与此相比
,

中等以下文化的男性对女方年龄提出要求的比例略低一些
,

为 78
.

2%
,

其中 4 2
.

6%的人要求女方至少比自己小 1岁
,

提出
“
年龄相仿

” 、 “
比自己大或小均可

”
这样

比较模糊的要求的合计占1 5
.

6%
,

希望女方与自己同岁或比自己小的占1 3
.

9%
,

并且有 6
.

1%

的人希望女方比自己大
,

其中希望大 l 一 4岁的有 6人
,

希望大 5 一 9 岁的有 1人
。

表 5 我国城俄 a0 一 49 岁征婚者对未来配佣年龄的要求 单位
: %

才布价一
资料来源

:
同表 i

。

女性对男性年龄的要求正好与男性对女性年龄的要求相应
, 7 6

.

7%的女性征婚者要求男

性至少要 比自己大 l 岁
,

提出
“
年龄相仿

” 、 “ 比自己大或小均可
” 的 占n %

,

认为男方可

以比 自己小的仅有 l 人
,

但也只能小 1岁
。

从文化层次来看
,

具有中等以下文化的女性更重视男方的年龄
, 9 2

.

4%的人对此提出了

要求
,

高于高学历女性的同一比例 (8 4
.

5% )
。

不过
,

高学历女性的要求比中等以下文化的

女性更为明确
,

只有 5
.

6%的人提出了
“
年龄相仿

” 、 “ 比自己大或小均可
” 这样比较含 糊

的要求
,

而中等以下文化的女性的同一比例却占 1 6
.

6%
。

综上所述
,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

在人们的意识中
, “

男大女小
”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婚

配模式
。

那么
,

究竟男与女的年龄差距是多少呢 ? 这则是由求偶者根据自身年龄的大小及择

偶标准来确定的
。

一般来说
,

25 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尤其男青年在择偶时
,

要求对方与自己同龄或比自已小

1 一 2 岁的人较多
,

也就是说
,

不希望双方年龄相差太大
,

因此
,

我国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一般差距只有两岁左右
。

这是因为 25 岁以下的青年大都步入社会不久
,

社会阅历较浅
,

容易

在年龄相仿的人中找到知音
,

他 (她 ) 们多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同学
、

同事
、

朋友成婚
。

尤其

女性
,

常因自己涉世不深而对年龄差距大的男性怀有一种畏惧感
,

不愿与自己年龄相差太大

的男性为偶
。

事实上
,

从世界范围看
,

一般也是结婚愈早
,

夫妻年龄差愈小
,

结婚愈晚
,

夫

妻年龄差愈大
。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日益成熟
,

对婚龄差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
。

女性愈来愈喜欢阅

历丰富而成熟
,

特别是有所成就的男性
。

如表 5 所示
,

高学历的女性中认为男方可以比自己

大 5岁以上的比例高达 69 %
,

其中认为男方可以比自己大 10 一 14 岁的比例为 14
.

1%
。

中等以

下文化的大龄未婚女性为了觅得佳偶
,

也把年龄放得较宽
, 6 0

.

6%的人认为男方可以比自己

大 5 岁以上
,

其中认为可以大 10 一14 岁的占 10
.

6%
。

愿意找与自己年龄相差较大但较为成熟

的男性为偶
,

不仅是 3 0岁以上大龄未婚女性的要求
,

近年来一些年纪较轻的未婚女性中也出

现了这种倾向
。

6 6



城镇大龄男性的择偶趋向与女性相反
,

年龄愈大
,

愈喜欢选择年轻
、

阅历浅 的女 性 为

偶
。

如表 5所示
,

30 一 49 岁的男性征婚者中近 1 / 4
’

(2 4
.

6% ) 的人要求女方比 自己小 5 岁以

上
,

尤其高学历的男性
, 1 / 3的人有这一要求

。

“
男大女小

”
的择偶模式必然导致城镇女性年龄愈大

,

择偶范围愈小
,

这种现象在城市

尤其高学历女性中特别突出
。

例如
, 1 9 8 7年我国城市男 33 一50 岁

、

女 28 一 4 5岁的未婚人口如

按男大女 5 岁的
“
年龄差

” 分组计算
,

各个文化层次的性比分别为
:
大学毕业 35

,

高中文化

33
,

初中文化 1 19
,

小学文化 72 9 ,

文盲
、

半文盲 9 8 9
。

仅从年龄选择来看
,

大学毕业的 大 龄

未婚女性如果一定要选择大学以 上文化的未婚男性为偶
,

每 3 个人中就将有 2 个人没有可供

选择的对象
。

高中文化层的女多男少现象虽然也比较严重
,

但是她们除了能够在本文化层的

男性中择偶外
,

还可以在大学毕业文化层的男性中选择
,

其男少女多的性比不平衡状况会得

到一定的缓解
。

三
、

学历与职业

对方学历的高低与所从事职业的种类
,

也是城镇未婚男女择偶时所注重的条件
,

但是男

女重视的程度又有所不同
。

首先看女性的态度
。 1 9 8 2年的一项调查①表明

,

被调查的女大学生中7 9
.

5%的人希望未

来配偶至少也是大学生
,

甚至有 25 %的人希望男方与自己同学科
、

同专业
,

也有 人 千脆 注

明
: “ 必须比百己强

” 。

女大学生不仅对未来配偶的学历要求很高
,

而且对其职业也有很高

的要求
,

希望是科技人员的占3 8
.

5%
,

是高校教师的占 15
.

5%
,

是医生的占1 5
.

5%
,

是 同专

业理论工作者的占23 %
,

只有 15 %的人对男方的职业种类持无所谓态度
。

同时
,

没有 1 人明

确希望未来说偶是工人
、

军人
、

文艺工作者或中学教师
。

女性即使过了
“
结婚适龄期

” ,

择偶变得比较困难
,

多数人也没有放弃或降低对男方的

学历和职业的要求
。

如表 6 所示
,

大龄女性征婚者中有59
.

1%的人对男方的学历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
。

女性自身文化水平愈高
,

对男方的学历愈重视
,

大专以上文化的女性中有 4 6
.

5%的

明确要求男方也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

认为男方如有真才实学
,

具有高中及中专以上学历也

可以的占21
.

1 %
。

中等以下文化的女性中要求男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1 6
.

7%
,

要求具有

高中及中专以上学历的占3 0
.

3%
,

只有 3 %的人明确表示男方初中学历也可以
。

女性征婚者

中虽然有40
.

9%的人对男方的学历没有提出具体要求
,

但是其中有不少人提出
“

男方要有一技

衷6 我国城镇 30 一49 岁征婚者对未来配偶文化怪度的要求 单位
:

%

(人 )
初中以上 {高中或中专以上

`

大专以上 { 不 详

大专以上文化

中专及高中以下文化

合 计

大专以上文化

中专及高中以下文化

合 计

22
。

7

1
.

7

7
.

弓

2 1
。

1

3 0
。

3

2 5
.

5

6 1
.

4

74
.

8

7 1
。

1

3 2
。

4

50
。

0

4 0
。

9

到一
!|川||

“159115一7166

资料来源
:
同表 1

。

① 陈科文: 《女大学生选择对象的条件》 , 《社会学通讯 》 19 83 年第 1期
。



之长
” 、 “

有一定文化修养 ,,
、 “

知书达理
” ,

也就是说
,

,

不是所谓的产粗笨愚昧
” 之人

·

从职业要求来看
,

过了 30 岁的高学历女性已不象在校大学生那样苛刻
,

约半数的人没有
对男方的职业提出具体要求

,

但是提出具体要求的5 0
.

7 %的人却一律要求男方是干部即脑力

劳动者
。

中等以下文化的女性中有 57
.

5%的人对男方的职业有具体要 求
,

其 中绝 大 多 数

(4 .8 5% )
、

也要求男方是千部
,
选择工人的仅有 3 %

,

认为工人
、

军人或干部均可 的 仅 占

6 % (参见表
’

7 )
。

裘 7 我翼城镇3 0一 4。岁征婚者对未来配代职业的要求 单位
:

%

卿一
{一

—
`

—
了

工人 千部 }演员 }工人
、

军人均双匡人
、

干部均可 有无职业均可 }不 详

.j如OU了O了甲
J

4
曰产
8
ó己44

阿了

11功100071

…
产
0Jl,J

5 0
.

7

48
.

5

49
.

6

49
.

3

42
.

4

己舀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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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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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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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

一

男

一文

资料来源
:
同表场

女性的这种希望未来配偶尽可能是高学历的脑力劳动者的倾向
,

首先与女性对未来配偶

的才干要求有关
。

高学历女性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
,

同时更期望未来的丈夫事业成

功 、 并且把丈夫有否事业心看作夫妻生活能否租谐的基础
。
在 《中国妇女 》 的征婚者中

,

高

学历的女性中有 4 2
.

3%的人明确要求男方须
“

有事业心
, ”
在提出的12 项要求中居第二位

。

中

等以下学历的女性由于自己出人头地的希望渺茫
,

因此期望未来丈夫有所作为的心情比高学

历的女性更为迫切
,

48
.

5%的人提出男方要
“
有事业心

” ,

在 12 项要求中与
“
健康

”
一项并

列第一位 (参见表 2 )
,

她们往往把自
`

己未来的抱负和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丈夫身上
。

其次
,

还与视脑力劳动为
“
高雅

” 、

视体力劳动为 “ 低贱 ,,. 的社会观有关
。

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而对

男性文侈水平要求高的女性
,

骨子里还是男尊女卑和对男人的依赖思想在起作用
,

是一种弱

者的合理
。

相反
,

男性对女性的学历和职业的要求却不高
。

1 59 名男性征婚者中只有 28
.

9%的 人对

女方的文化程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男性中仅有 6
.

8%的人要 求 女

方也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

中等以下学历的男性中只有 2
.

6%的人希望女方有高中或中专 以 上

学历 (参见表 6 )
。

男性对未来配偶的职业更为宽容
,

1 0
.

7 %的人明确表示女方有无职业均

可
,

没有提出具体要求的人达 8 4
.

城
,

远遗食宁女性舞同“ 态度时它例 ( 4 6% ) (参见表

7 )
。

然而
,

男性却深知自己的学历和职业是婚配时的一个重要祛码
。

从征婚启 事 上看
,

一

般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的自我介绍都很简单
,

而中等以下学历的男性的自我介绍则详细得多
。

这是因为女性重视男方的学历与职业
,

所以
,

大专以上文化的男性无须用更多笔墨来表白自

己
。

学历低而工种差的男性就不得不特别费些笔墨来描绘自己
,

力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
自

己虽然学历不高
,

工种不好
,

但仍是有事业心
、

有才干
、

有理想的男子
。

当前
,

我国城市未婚大龄男女择偶难
,

主要就是集中在男女对异性的文化和职业的选择

上的意向与实际状况的矛盾
:

选择意向是
“
男高女低

” ,

而未婚人 口的实际文化和职业状况

却是
“
女高男低

” 。

用社会学的语言说
,

就是两性角色的实在与两性的角色期待的背反 ,

.

e s
。



四
、

性格与人品

性格与人品也是人们择偶时所重视的条件
。

当然
,

由于 自身的教养
、

价值观念
、

思想境

界不同
,

对于不同性格和人品的评价和喜好也是各异的
,

有时评价会正好相反
。

但是在同一

时代
、

同一文化层
,

甚至不 同时代
、

不同国度的人们
,

仍会有程度不 同的共性
,

即共同的喜

好
、

共同的审美情趣
。

例如
,

从男性来看
,

在一项以研究生为对象的调查中
,

希望未来妻子

“
温柔

、

娴静
、

心地善良
”
的最多

,

占 5 8
.

2%
,

而希望其
“
果断

、

泼辣
、

大度
、

有魄力
”
的

仅占5
.

9%
。① 《中国妇女》 的男性征婚者中也有 4 5

.

3沁的人明确要求未来配偶
“

温柔
、

善良
”

(参见表 1 )
。

可见很多男性把 “ 柔
”
看作女性之美

。

然而
,

这并不是现代中国男人的特殊

喜好
,

18 世纪的卢梭就认为
:
女人最重要的品质是

“
温顺

” 。

马克思最喜欢的也 是 女 人 的
“
温柔

” 。

与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相反
,

女性则认为
“
刚

”
是男性之美

。

在前面提到的以研究生为对

象的调查中
,

70 %的女性说她们喜欢
“
自信

、

刚毅
、

果敢
、

豁达和有力量感
”
的男性

。

男女在择偶时对对方品德的要求主要是看其生活作风是否正派
。

《中国妇女》 的城镇大

龄征婚者中明确要求对方品德好 (生活作风正派 ) 的比例
,

男性为 1 5
.

1%
,

女性为 29
.

9%
,

似乎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这一点
。

实际上
,

男性对这一点的重视远远超过女性
,

大多数未婚的

男性不仅要求未来配偶生活作风正派
,

即婚后忠实于 自己
,

而且对其过去是否有过婚史甚至

是否谈过恋爱也是相当在意的
。

即使是过了30 岁的
“
大男

” ,

甚至寻偶困难的男性
,

也十分

忌讳找
“
二婚

”
的女性为妻

。

如表 8 所示
,

城镇 30 一 49 岁没有婚史的男性征婚者中
, 8 9

。

9%

的人明确要求女方也无婚史
,

仅有 10
.

1%的人认为女方有婚史也可以
,

尤其大专以上文化的

男性
,

要求女方无婚史 的比例高达 9 3
.

2%
。

女性特别是没有恋爱经历的女性
,

自然也希望 自己是未来丈夫的第一个也是 唯 一 的 恋

人
,

可是并不十分在意男性的
“
童贞

” 。

尤其是过了
“
结婚适龄期

”
的大龄未婚女性

,

尽管

自己没有结婚甚至恋爱的经历
,

但是只要男方的其他条件合适
,

许多人并不很计较其有无婚

史
。

当然扩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以男方无子为前提的
,

这是因为考虑到婚后的家庭关系和经

济负担等实际生活问题
。

在城镇 30 一49 岁没有婚史的女性征婚者中
,

要求男方也无婚史的仅

占3 6
.

牙%
,

没有提出要求者达 43
.

1%
,

明确表示男方有婚史也可以或有无婚史均可的合计占
2 0

.

4%
。

大专 以上文化的女性似更为开通
,

要求男方无婚史的比例只有 3 3
.

8%
,

比中等以下

裹公 我国城镇 3。一 49 岁征婚者对未来配偶有无婚史的要求

份一协不木蕊不瑟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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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女性的同一比例低5
.

6% (参见表 8 )
。

五 家境
、

民族与居住地

择偶者对对方家庭状况的要求
,

总的看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要求
,

另一方面是政治上
、

文

化上的要求
。

在经济
_

匕 男女相比
,

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对方的个人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
。

在 《中国妇

女》 上刊登征婚启事的女性很少说明自己的收入情况和有无家庭负担
,

而男性特别是学历不

高
、

从事的职业又不甚
“
高雅

”
的男性

,

却有相当多的人说明了自己的收入及家 庭 经 济状

况
,

声明自己有住房的人 (主要是住在县城里的人 ) 也不少
,

有的人甚至亮出了存款数 目来

吸引姑娘
。

不过
,

同是未婚的姑娘
,

文化教养不 同
,

对对方家庭经济状况重视的程度也不一

样
。

教养较高的女性
,

一般仅希望男方无家庭经济负担 , 教养较差的女性
,

不仅要求男方无

家庭经济负担
,

还要求男方家庭为自己未来的小家庭做好种种物质上的准备
。

在文化上
,

学历较高的择偶者很重视对方家庭的文化背景
。

前面提到的以研究生为对象

的调查中
,

有 20 %的男性和 34 %的女性明确要求未来配偶出身于知识 分 子 家 庭
。

① 在 《中

国妇女 》 的征婚者中
,

既有表明自己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
,

也有要求对方出身于知识分

子家庭的人
,

我想
,

人们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

第一
,

自己出身于知 识 分 子 家

庭
,

认为双方生长的环境相同
,

志趣及人生观会相近
,
第二

,

认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比

较有教养 , 第三
,

认为对方的父母如果 是 知识 分子
,

将来的婆媳关系或翁婿关系会比较好

处
。

对对方家庭政治背景的重视
,

在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曾十分盛行

。 “
文革

” 以后
,

找对

象先看家庭出身的做法已为笑谈
。

除了家庭状况
,

择偶者还相当注意对方的民族和生长地
。

从民族来看
,

人们一般都希望

在同一民族中通婚
。

从生长地来看
,

粗略地划分
,

一般是南方人希望找南方人
,

北方人希望

找北方人
。

另外
,

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户口限制
,

也不得不使择偶者现实地对未来配偶目

前的居住地提出具体要求
。

《中国妇女》 杂志上的城镇大龄征婚者中
,

男性有 10
.

7%的人对

女方的现居住地提出了具体要求
,

尤其大专以上文化的男性
,

提 出这一要求的占34
.

1%
,

在

11 项要求中仅次于
“
容貌

”
与

“
健康

” ,

居第 3 位
。

与此相反
,

中等以下学历的男 性 只 有

1
.

7%的人对此有明确的要求 又参见表 1 )
。

女性提出这一要求的比例为 4 1
.

6%
,

尤其 大 专

以上文化的女性
, 5 2

.

1%的人对此有明确要求
,

占12 项要求的第 1 位
,

中等以下学历的女性

中也有 3 0
.

3%的人对此提出了要求
,

在 12 项要求中居第 5位 (参见表 2 )
。

征婚者对居住地的要求有三个特点
:
第一

,

绝大部分人首先要求对方有城镇户 口
,

只有少

数男性提出如果女方的容貌等符合自己的要求
,

可以城乡不限
;
第二

,

居住在大城市的征婚

者一般都要求对方也住在大城市
,

以便于将来的工作调动
,

特别是本人住在北京的征婚者
,

大都要求对方也居住在北京
,

如果对方 目前不在北京工作
,

那么则希望其父母住在北京
,

因

为这是对方调进北京的有利条件 ; 第三
,

有一部分人对对方的现居住地提出限定
,

是为了改

变自己目前的居住地
,

即力图以婚姻为媒介到大城市生活
。

① 流凝等
: 《研究生的恋爱婚姻家庭观》 《婚姻与家庭》 ,

1986 年第 9 期,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
,

我国城镇大龄未婚男性与女性的择偶标准有着明显的差异
,

男性

的理想妻子模式是
:
漂亮

,

健康
,

温柔
,

贞洁
,

年龄比自己小
,

身材比自己矮
,

学历比自己

低
,

职业声望比自己低
。

女性的理想丈夫模式为
:

五官端正
,

健康
,

刚毅
,

年龄比自己大
,

身材比 自己高
,

学历比 自己高
,

职业声望比自己高
。

正是这种择偶标准的差异
,

形成了我国

城镇的
“
大男大女

” 队伍的特点
: 一边是相貌一般

、

事业心强的高学历女性找不到理想的丈

夫 , 另一边是个子矮
、

学历低
、

职业声望不高的男性寻不着合适的妻子
。

无论是多么能言善

辩
、

善解人意的媒人
,

都无法使处在这两极的男女结为夫妻
。

而且
,

随着女大学生比例的不

断上升
,

这种因男女择偶标准的差异而产生的婚配矛盾还将愈演愈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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